
组别
有效组 Λ

ν

无效组 Λ
ν

治疗前

治疗后

Π

2 4  ≤ 治疗前 !后患者血清 变化与 ≥ !°× 的关系

治疗前 与 ≥ 呈正相关 ρ . , Π

与 °× 呈显著的负相关 ρ . , Π ∀治疗

后 与 ≥ 仍呈显著正相关 ρ . , Π

与 °× 呈显著的负相关 ρ Π 见

表 ∀

表 4  组治疗前 !后患者血清 与 ≥ ! °× 的水平变化

ξ ? σ

Ταβ 4  × ∏ ≥ !°× √

∏ ξ ? σ

指标 治疗前 治疗后

Λ ? ?

≥ Λ ? ?

°× ? ?

3  讨论

研究证明≈ 病毒可通过 ƒ 2Χ!× ƒ2Α等多种细胞因

子诱导肝实质细胞 !枯否细胞 !窦状隙内皮细胞产生大量

而 可抑制肝细胞合成蛋白 造成线粒体损伤 即过

量 可致氧化性肝损伤 ∀本实验经分析慢重肝 早期 患

者血清 的水平非常显著高于健康者 且 与 ≥ 呈显

著正相关 与 °× 呈显著的负相关 提示随病情的加重即 ≥

上升 !°× 的下降而 水平滴度上升 随病情好转即 ≥ 下

降 !°× 的上升而 水平滴度下降 由此说明慢重肝 早

期 患者血清 水平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肝细胞受损

害的轻重 可作为判定慢重肝 早期 的指标之一 ∀

而能作为 供体的 ≤ 在国外多用于治疗药物性重

型肝炎≈ 而治疗重肝对 的影响在国内外尚未见报道 ∀

≤抗氧化剂一种 是谷胱甘肽 ≥ 的前体物质 能对抗

氧自由基引起的组织损伤 且还能保持细胞内弹性蛋白酶抑

制剂不被氧自由基灭活 从而起到保护机体作用 ∀这与本实

验结果相一致 即经 ≤ 治疗后慢重肝 早期 患者血清

水平随病情好转而滴度下降 提示了 ≤ 对慢重肝 早期

患者血清 水平表达有明显抑制作用 减轻了肝脏损伤 ∀

这种作用可能是 ≤ 通过抑制 × ƒ2Α! ƒ 2Χ等细胞因子诱

导产生的 和 ≥ 及抑制 ƒ2 的活性 从而阻

止 的来源≈ 减轻炎性反应 减轻肝脏损害 因而 ≤

治疗重肝有一定的疗效 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应用 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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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氧化二砷静脉滴注治疗复发及难治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12 例

于洪艳 孙英莉 杨玲 山东烟台莱阳中心医院 山东  烟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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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院应用三氧化二砷 注射液 静滴 治疗难治和

复发急性早幼粒细胞性白血病 ° 患者 例 现报告如

下 ∀

1  资料和方法

1 1  病例

本组复发及难治 ° 病例均按文献≈ 诊断 ∀其中女性

例 男性 例 平均年龄 岁 ∗ 岁 复发性 °

例 在全反式维甲酸 × 治疗达完全缓解 ≤ 后 ∗

个月 平均 个月 内复发 ∀难治性 ° 例 ∀

1 2  治疗方法

1 2 1  诱导缓解治疗  注射液 哈尔滨医科大

学第一临床学院 用生理盐水 稀释 持续静滴

∗ 每日 次 连用 ∗ 为 个疗程 定期复查血象

若白细胞 ≅ 则加用小剂量高三尖杉酯碱

静滴 ∀疗程结束时 复查骨髓象 !血象 如未达 ≤ 间歇

周继用下一疗程治疗 ∀

1 2 2  巩固维持治疗  达 ≤ 后 应用联合化疗 高三尖杉

酯碱 !柔红霉素 !米托蒽醌 !阿克拉霉素 !阿糖胞苷 组成

⁄ 方案 !维甲酸 ! 注射液三种方案序贯治

疗 每 月为 疗程 三个月循环 次 ∀每隔 ∗ 周鞘内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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射甲氨蝶呤 × ÷ 及地塞米松 次 共 次 以预

防中枢神经系统白血病 ∀每疗程开始用药前复查骨髓象 如

示 ° 复发 则重新应用 注射液治疗 ∀

1 3  疗效判断

按照文献≈ 判断疗效 ∀

2  结果

2 1  疗效及转归

例患者中 ≤ 者 例 未缓解 例 ≤ 率为

第 疗程后达 ≤ 者 例 个疗程后达 ≤ 者 例 ∀

本组病例随访时间最长为 个月 最短为 个月 中位

随访时间为 个月 例 ≤ 病例中 例复发 分别在 ≤

后 个月 ! 个月内复发 均为不遵从医嘱单用 巩固

维持治疗者 例失访 其余患者仍处于 ≤ 期 ∀

2 2  不良反应

造血系统 在 注射液治疗期间 例患者未

出现高白细胞综合征 例血象白细胞增高 但均低于

≅ 例出现白细胞减少 ∀于每疗程结束时复查骨髓

象 未观察到骨髓增生程度降低现象 ∀ 肝肾功能 例

患者在应用 注射液期间 血清谷丙转氨酶 !谷草转氨

酶 !尿素氮 !肌酐无明显升高 ∀ 消化系统 有 例患者出

现恶心 呕吐 食欲不振 无腹胀 !腹痛 !腹泻 ∀ 例出现头

痛 未发现手足麻木 !骨痛 !面部浮肿 !皮疹 !皮肤色素沉着等

不良反应 ∀

3  讨论

注射液为全金属化合物注射液 耐药率较低 可诱

导对维甲酸耐药 !且具有 ° 2 Α融合蛋白的 ° 细胞

凋亡 其可能的分子机制为 降解 ° 2 Α蛋白≈

下调 ≤ 2 表达≈ 与细胞内2≥ 结合 改变细胞内信号

传导 选择性激活 酶≈ 等 ∀主要促使 ° 细胞凋亡

部分诱导其分化 其次还有细胞毒作用 ∀ 年孙洪德

等≈ 报告癌灵 号配合中药治疗 ° 例 ≤ 率可达

∀张鹏等≈ 报道用 注射液治疗 ° 初治患者

例 ≤ 率 有效率 用 注射液治疗

复发和难治 ° 总有效率 ≤ 率 °

∀顾云娟等≈ 报道用 治疗复发性 °

例 ≤ 率为 有效率为 ∀我院应用该注射液治疗

难治和复发 ° 例 ≤ 率为 说明 注射液

对难治和复发 ° 有较好疗效 同时也表明 与 2

× !联合化疗并无交叉耐药 ∀

根据本组 病例随访结果显示 应用 注射液诱

导缓解治疗达 ≤ 后序贯应用 !联合化疗 ! × 巩固

维持治疗 随访时间最长已达 个月 而 例复发者均为单

用 注射液巩固维持治疗 ∀说明在应用 注射液

治疗难治和复发 ° 达 ≤ 后 序贯应用 !联合化疗 !

× 巩固维持治疗可减少复发 有望获长期缓解 ∀但本组

病例数尚不够多 有待进一步积累资料 加以证实 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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